
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

1

热点主题 51 人心标准就是改革的金标准（@浙江宣传 2024.7.31）

热点背景
翻开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，扑面而来的是改革气息，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“人民”分量。2.2 万余
字中，多次提到“人民”。其中，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一句特别吸睛。

出题方向 如何做到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？

应用领域 改革标准

问题/表现
回望这些年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改革价值取向一以贯之。进
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如何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？又如何将其贯彻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
省域实践中？

□问题分析
□意义分析
☑原因分析

“民之所呼”为何如此重要？从中能听到什么？
——①群众所需是什么？改革千头万绪，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、最直接的呼声中改起。从群众十
分重视、干部容易忽视的“关键小事”入手，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，在就业、社保、医疗、住房、
教育、环境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，以“民呼我为”的姿态，让改革举措得人心、可持续。
——②问题症结在哪里？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”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，往往是改革
的卡点堵点、痛点难点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坚决要啃下的“硬骨头”、必须要蹚过的“深水
区”。善于从中找到切入点，能牵引破解各种深层次障碍和结构性矛盾。
——③路径方法有哪些？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。善于问计于民，能找到破题之关键；在
群策群力中，能凝聚改革之共识。在浙江工作期间，领导人就非常重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，以调研
开路、用调研促进决策。
——④反响评价怎么样？一项改革最终取得的效果如何，要倾听群众的声音。改革成效的评判标准
不是由相关部门说了算，而是要看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，是否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。
抓改革、促发展，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。

☑问题分析
□意义分析
□原因分析

——①呼声当成“耳旁风”。有的地方虽已建立群众信息反馈渠道，却对电话信箱、投诉问询、留言
评论等视而不见；有的尽管做了调查研究，却对群众的意见诉求选择性吸收；还有的面对反馈和建
议，不采取实际行动，找各种借口推脱。此般听呼声，只会让群众失望不满，对改革产生阻碍作用。
——②执行存在“中梗阻”。推进改革过程中，有时会出现“两头热中间冷”的现象，即顶层设计火热
谋划，基层群众热切期盼，结果某些中间环节或部分执行层面出现问题，导致呼声无法上传、政策
无法下达，改革红利无法有效释放。
——③政策出台“翻烧饼”。对于群众来说，既怕改革举措不落地，也怕改革举措变来变去，让人摸
不着头脑。这些究其根本还是没有聚焦群众的“核心诉求”。“翻烧饼”行为会让群众无所适从，从而降
低党委政府的公信力。
——④开路开成“断头路”。改革要逢山开路，最怕开路开成“断头路”，一篙松劲退千寻。有的改革
遇到困难就“打退堂鼓”、受到阻力就“调头”、碰到瓶颈就“卡顿”，导致出现一条条“断头路”。要想打
通往群众心里去的路，就必须紧盯“急难愁盼”，一点一点向前进、一锹一锹往前挖。

对策分析
★★★★★

——①在“学”中领悟情怀。推进改革不是拍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，必须经过系统深入的理论学习，
深刻领悟改革所蕴含的人民情怀。只有把全会的改革精神、部署要求学深学透、内化吸收，才能真
正把握民意，做到有的放矢、精准施策。
——②在“宣”中瞄准需求。改革方案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。好政策还需“金
话筒”，瞄准群众需求，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谈改革、讲举措，展示含金量、获得感，帮助群众读
懂改革与自身的关系，群众才能积极投身于改革浪潮之中。
——③在“谋”中抓住关键。回应人民呼声不能只顾一点、不及其余，而要“小题大做”、系统谋划，
抓住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突破口，实现多目标动态平衡。在充分调查研究、研判分析的基础上，牵
住“牛鼻子”，把握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，形成集成式的高效改革举措。
——④在“干”中敢闯敢为。以“大勇者”的气度，拿出闯劲干劲拼劲，观常人观不到之处、为常人不
敢为之举，打响浙江改革品牌。“胆子要大”和“步子要稳”是辩证统一的。战略上要大胆探索、勇于开
拓，战术上则要稳妥审慎、精准把握。面对“难啃的骨头”，唯一的途径就是“依靠群众”，在多元利益、
多样诉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，凝聚推动改革向前进的澎湃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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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句集锦

◎衡量改革成不成功，要看有没有把改革的“人心标准”贯穿始终。把群众呼声当“第一信号”，将
改革举措落到实处，让各项政策都能直达基层、直抵人心，绵绵用力、久久为功，改革才能得到群
众的支持和认可。

◎要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，一定是民生暖色。改革顺民心、强信心，也必将凝聚民心、赢得
人心。“为你，千千万万遍”，这片热土还将演绎怎样的改革奇迹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、一起创造。

◎在今后的“学”“宣”“谋”“干”中，都要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改革价值取向。

案例积累
【浙江案例】

/

小试牛刀
☆回望这些年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改革价值取向一以贯之。
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如何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？请谈谈你的看法。


